
地无“优势”造优势

地处冀东南黑龙港流域的清河县，不靠山，不靠

海，不靠大中城市，不靠交通要道，地上没特产，地下无

资源，曾是全省 18 个贫困落后县之一 ，然而，县委、县

政府认为，资源并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资源

缺乏的地方，如果打破思想束缚，敢于把外地资源吸引

进来加工增值，经济也能快速发展。他们从县情出发，

确定以家庭工业和私营经济为突破口，振兴县域经济；

同时制定若干配套政策，鼓励经商办企业。到 1994 年

底，个体、私营、乡镇企业遍布全县各乡镇，总户数达

1.6 万个，产值达 33.3 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

94.9%。经济起步之后，该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广泛

招商引资，推动经济上规模，形成全县骨干行业。目前，

五大骨干行业成为全县经济的支柱，并跃入全国同行

业前列：精梳羊绒产销量占全国总量的 60%以上；摩托

拉线产销量占全国总量的 2/3；合金刀具和汽车配件系

列产品在全国也占有相当位置；耐火材料销往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在实施全县经济发展战略中，县财政部门解放思

想，确立新的理财思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预算

内支持，仅 1994 年就支持企业技改资金 648 万元。二

是发展财政信用，帮助企业解困。近 4 年，多方筹集融

通资金 5 000 多万元，支持各类企业 300 多家。三是优

化预算外资金配置，推动县城环境的改善。四是不断完

善县对乡的财政体制，特别是实行分税制后的乡镇财

政体制。从 1994 年开始，清河县对 9 个利税大户实行

税收单列，比上年增收部分返还企业 60% ；地方税超基

数（以 1993年为基数）部分返还乡镇 40%；中央与地方

共享税收超基数部分留乡镇 30%。实行以上办法，有力

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经济发展，调动了乡镇组织财政收

入的积极性。1994 年，乡镇完成财政收入 5 590 万元，

比上年增长 205%。

33 万人口的清河县没有资源优势创造优势，走出

了一条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闯市场的发展县域

经济的道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1991 年全县财政收

入 1 360 万元，1993 年达到 3 198 万元，增长 1.35 倍；

1994 年实现 6 377 万元，比上年又翻了一番。

县域财政经济再谋划

“八五”期间，河北省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县级财政

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仍是初步的成效，“九五”时

期怎样再前进一大步？今年 5 月下旬，河北省 139 个县

（市）的财政局长们云集清河，再商发展县域经济、振兴

县级财政大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立友同志到会

讲话，他说：先进典型的实践证明，发展县域经济、振兴

县级财政前景十分广阔，有条件的要利用条件，无条件

的可以创造条件，关键是选准突破口，并锲而不舍地抓

紧抓实。他认为，发展县域经济、振兴县级财政任重而

道远，“九五”时期的总体思路是：以小康建设总揽县域

经济工作全局，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

求，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

益，推进县域经济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努力

培育新兴和后续财源，增加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实现

全省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与会人员认真讨论了“九五”时期的“双创双扭”工

作目标和省、市财政的分工、考核激励措施和各项扶持

措施。全省决心在“九五”期间新创财政收入亿元县

（市）27 个，2亿元县（市）13 个，到“九五”期末亿元县总

数达到 44 个；新创 5 000 万元县（市）40 个，到“九五”

期末累计达到 48 个；新创千万元乡镇 74 个，到“九五”

期末达到 84 个；扭转财政困难县 35 个，扭转赤字县 10

个。他们将分年度下达计划，走改革开放之路，苦干实

干，力争五年之内使县域经济和县级财政再展新局面。

2.以加强效益农业和发展农村多

种经营为重点，壮大乡镇主体财源。农业税和农业特产

税是实行分税制以后乡镇财政的一项主体税收，乡镇

财政必须对培植此项财源的工作常抓不懈。首先在投

入支农资金、增大科技含量、稳定大农业生产增收的同

时，积极发展效益农业，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为农业

税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其次要促进农业现代化、集约

化、扶持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搞好市场信息和销售服

务，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还要从政策、资金、信息等多方

面鼓励生产经营者对农林特产进行系统开发、规模经

营，通过发放支农周转金、实行农林股份合作制、建立

农林特产科技开发基金等多种形成，增加对农林特产

资源开发的投入，建立生产、加工、销售、管理的一条龙

服务体系，以提高农林特产的商品率和增值率。

3.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培植乡镇群体财源。分税制

规定除邮电、银行、保险等部门取得的营业税归中央

外，其他营业税收入留归地方。乡镇财政要紧紧抓住这

一机遇，把已往忽略了的第三产业作为发展乡级财源、

增加地方收入的重要内容，重点要放在农村市场培育、

小集镇建设以及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行业上。与此同时，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替代财源建设，抵顶财政支出，仍是

乡级财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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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级财政建设该如何上路

苏芝英

现在，内蒙古全区绝大多数苏木、乡镇已建起了财

政所，乡级财政组织的预算内收入，已达到旗县财政收

入的三分之一。乡级财政的建立和发展对加强农村、牧

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农村、牧区经济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是，在新财政体制实施中，由于新旧矛盾交织，乡

级财政也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乡

级财务管理体制不合理、不规范，财权与事权相脱节，

不利于调动乡镇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

性；一些地方乡级财政配套建设和管理工作没有跟上，

“有钱没库”和“有库没钱”的问题同时存在，影响了对

财政资金的监督和管理；乡镇和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不

健全、不完善；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乡级财政建设的任

务还很艰巨。

新财税体制改革虽然给乡级财政建设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和问题，但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那么，应该怎

样抓住时机，积极探索乡级财政建设的新思路，使新形

势下的乡级财政建设迈上新台阶呢？

（一）明确指导思想，理清发展思路。在整个分税制

体制运行时期，加强乡级财政建设要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高乡级财

政自给率、促进经济上台阶为目的，从当地的实际出

发，注重生财、聚财、理财、引财之道，面向市场，发挥优

势，建立多业并重、多路生财的乡级财源建设新格局。

同时，要彻底破除“等、靠、要”的观念，树立市场经济观

念，转变理财领域狭窄的观念，更新被动守财的观念，

强化财政信用的观念。要围绕管理乡财政收入和支出，

对事业行政单位和农村、企业财务加强财政管理和财

政监督，为农村牧区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服务，为农村

牧区基层政权服务。要根据乡级财政的基本任务，去制

定切合本地实际的财源建设规划，确立自己的奋斗目

标，理清发展思路。

（二）明确收 入范围，搞好 配套改革。乡级财政管理

体制必须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根据分税

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地加以确定，其预算体制一般可实行以下几种形式：1.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总额包干、定额补助（上解）、超收

全留、短收自负、超支不补；2.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定

额补助（上解）、比例递减（递增）；3.划分税种、核定基

数、收入挂钩：超收分档分成。上述几种形式均可实行

一年一定或一定几年不变。乡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应由

国家预算内资金收支、预算外资金收支和乡镇自筹资

金收支三部分组成。这三项资金应由乡级财政统一管

理，统筹安排，但要严格区分预算内、预算外和自筹资

金的界线，分别记帐、分别结报。同时，做好分税制财政

体制的配套工作，逐步将乡镇预算外收支和乡镇自筹

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尽快建立健全地方税收征管体

系，逐步扩大地方税范围和数量，切实解决乡镇一级财

政有钱无库和有库无钱的实际问题。

（三）大 力 培植 乡级 财源，确保 乡镇财政 收 入的稳

定增长。今后乡级财政工作的重点必须要转移到大力

培植乡镇财源上来，要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

状况，因地制宜，力争走出一条乡级财政建设的新路

子。

1.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中心，培植乡镇支柱财

源。实行分税制以后，乡镇企业所得税、利润便成为乡

镇财政的固定收入，乡镇企业自然将成为地方财政的

支柱财源。在发展乡镇企业上，要摒弃过去那种只论产

值不讲效益的观念，以效益为取向，求内涵型发展；要

依托农业基地，发挥资源优势，把重点放在提高现有乡

镇企业的经济效益上来，放在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效

益高的企业和项目上来；要重点扶持高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产品有销路的骨干乡镇企业。帮助企业上规模、

上档次、创名优产品，使之跻身于国内、国际市场，逐步

形成一批稳定的税源支撑点和纳税大户，使乡镇企业

尽快在大农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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